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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在北京地区医疗机构互联网应用智慧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的新形势下，儿科专科互
联网医院的建设及应用研究能够有效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促进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

方法／过程 研究儿科专科互联网医院信息平台总体架构、特色功能设计和应用效果，并讨论下一步发展路
径。结果／结论 儿科专科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实践将儿科医疗服务从医院延伸到家庭，有利于儿科智慧服
务应用模式的推广，为长效提升儿童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儿科专科；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应用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３０８０１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ＵＯＬｉｎｌｉｎ，ＣＵＩ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Ｍｅ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ａ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ｄｓｔｈｅ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ｏ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０３－０８

〔作者简介〕　郭琳琳，副研究员，发表论文１３篇。

〔基金项目〕　北京市属医院科研培育计划项目 （项目编

号：ＰＧ２０２３０２４）。

１　引言

在 《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等

３个文件的通知》［１］ 《关于北京市互联网医院许可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２］等政策支撑下，首都儿科

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以下简称首儿所）于 ２０２１

年４月获得首批互联网医院资质，正式开始通过互

联网医院面向全国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患儿开展服

务。２０２２年５月 《北京地区互联网医院信息系统建

设指南》［３］和 《北京地区医疗机构互联网便民惠民

移动应用功能规范》［４］的发布，为北京地区通过互

联网应用解决区域之间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

并促进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明确有效途径［５］。首

儿所互联网医疗平台持续优化升级，连续两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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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卫生健康系统互联网便民惠民 “优秀移动

应用奖”。

２　总体架构

首儿所互联网医疗平台采用覆盖诊前、诊中、

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云平台架构［６－７］，主要

包括互联网诊疗、儿童保健健康管理、便民服务和

远程医疗４个功能模块。其中，互联网诊疗模块主
要面向复诊和慢性病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线上问

诊、处方及检查检验单开具、检查预约、药品配送

等医疗服务；儿童保健健康管理模块主要面向出院

患者和有保健需求的患者，提供线上随访、健康风

险评估、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服务；便民服

务模块主要提供住院远程探视预约、病案复印预

约、院内便民服务资源查询预约等服务；远程医疗

模块主要面向医联体成员单位及患者，提供双明双

向转诊、远程诊断、远程指导、手术示教等服务。

建立覆盖从门诊到住院、从疾病患儿到正常儿童的

全业务、全人群、多场景互联网医疗线上服务模

式，将医疗服务从医院拓展到全国各地患儿家中，

见图１。

图１　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系统架构

３　特色功能设计

３１　线上问诊

在互联网医疗专用场地 “云诊室”中，为出诊

医生配备个人计算机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Ｃ）端超
宽屏显示器设备，多源同屏技术支持内外网双网络的

两台医生工作站信号在一台显示器分屏显示，无界鼠

标技术支持医生在双ＰＣ下协同工作，当鼠标移动到
虚拟边界后自动跨屏，满足医生线上问诊和处方开

具需求间无缝切换，避免医生辗转于两台设备之间

的困扰。基于即时通信 （ｉｎｓｔａｎｔ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ＩＭ）和
自动语音识别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ｐｅｅｃｈ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ＳＲ）
技术的线上视频问诊，支持医生语音自动转写问诊

文字，提升使用体验和看诊效率。减少患者赴医院

就医的时间、交通等成本，解决常见病、慢性病患

儿配药难题，降低疾病经济负担［８］。

３２　专家咨询

专家咨询功能帮助医生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开

展互联网诊疗工作。患者挂号后可以通过图文方式

随时向专家留言，专家看到患者留言后４８小时内
进行回复。家长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在 ５Ｇ
场景下更加灵活便捷地进行线上咨询。在咨询中，

当医生认为患者需要线下就诊时，还可以为其预约

线下号源，保障医疗安全性。

３３　监护人确认

《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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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件的通知》规定，为低龄儿童 （６岁以下）开

具互联网儿童用药处方时，应当确认患儿有监护人

和相关专业医师陪伴。为此，平台设置监护人确认

机制，当就诊人年龄小于６岁时，系统自动向患者

端发送监护人确认通知，经监护人阅读并确认后，

方可进入后续诊疗流程。

３４　电子导诊

患者缴费后，平台生成电子导诊单，按照药

品、检查项目、检验项目为患者分类显示导诊明

细，推送各类须知和检验检查项目退改约提示。通

过对排队叫号系统、报到系统和检查预约系统中的

医院资源、候诊人数和候诊时间等关键指标进行神

经网络、贪心算法等模型构建，智能化推荐最省时

方案，为患者动态规划最优就诊时间和就诊路线，

减少患者等候和候诊区域拥挤带来的聚集风险。

３５　在线支付

实现互联网医疗平台与北京医保系统对接，支

持医事服务费和药品等门诊缴费在线分解实时报

销。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医保患者满意度，平台提供

３种个性化门诊缴费服务。一是 Ａｐｐ端支持患者缴

纳药费、检查检验费用时调取微信端或支付宝端医

保移动支付，实现费用在线分解，并享受送药到家

服务。二是不具备支付平台账号或无法通过医保电

子凭证人脸识别的年龄较小患儿，可自愿选择通过

全自付方式在线支付，并享受送药到家服务。三是

距离较近的患者可选择到院支付，减少药品配送产

生的运费。

３６　药品配送

患者在线缴纳药费后，支持自助选择药品配送

到家或到院自取。药师打印药品配送信息单，药师

双人核对调配后，会在视频监控范围下对药品进行

封装，再由物流公司进行配送。首儿所互联网医疗

平台与合作物流公司信息系统实现对接，患者可以

通过移动端查询药品物流配送信息、处方和用药指

导。节省复诊续方患儿家长取药的时间和经济成

本，提供多重安全保障，使患儿用药更放心。

３７　外院患者复诊

为解决优质儿科医疗资源短缺和地域分布不均

衡导致的儿童就医难问题，在 “做大增量、做优存

量”的层面提高供给侧服务能力，满足患儿就医需

求，平台开通外院患者复诊功能。首次在首儿所就

诊的患者可通过在线建档方式获取电子就诊码，自

动关联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ＨＩＳ）主索引，患者上传外院诊断证明和病历等文

书，并经过院方复诊资格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挂

号。互联网医院打破地域限制，满足偏远地区对优

质儿科医疗服务的需求，减少人员流动［９］，使患者

足不出户在线享受资深儿科专家问诊服务。

３８　住院便民服务

基于增强现实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Ｒ）技术

和３６０度全景视频直播技术，ＡＲ住院探视系统为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ＩＣＵ）等无

陪护病房架起院内外医患沟通桥梁。通过５Ｇ网络，

病房内患儿和护士可通过平板电脑与家长进行音视

频沟通，同时，患儿的全景视频和音频可传输至家

属ＡＲ眼镜，家属可根据自身所需视角 “身临其

境”地探视住院患儿。不仅方便患儿家属详细了解

治疗进展，提高医患沟通效率，也满足了家属希望

和患儿进行交流互动的心理需求，对小患者体现了

人文关怀，缓解家属的焦虑心情。此外，平台还为

住院患儿提供预交金缴纳、出院结算、出院带药及

用药指导和病案预约邮寄等线上服务。

３９　儿童保健管理

以儿童保健中心为试点，平台定期向患儿移动

端推送生长发育、发育行为、运动体能等各维度线

上评估量表，支持对儿童生长迟缓、多动症、孤独

症及语言－言语障碍等的诊前评估或诊后随访，并

根据患儿病情变化向家长推送健康知识及科学育儿

指导，促进医患互动［１０］。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

问卷结果智能提取至电子病历系统，提高诊疗效

率。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不断优化智能诊

断，辅助临床决策，提升诊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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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远程医疗服务

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的作

用［１１］，通过远程医疗平台，首儿所已与多家医联体

医院成功开展手术示教、远程会诊、远程超声指导

等业务。该平台基于Ｈ２３９双流协议构建统一云视
讯中心、控制管理中心和数据中心，接入超声、鼻

咽镜、腹腔镜等医疗设备，通过５Ｇ网络将高清主
视频、全动态辅助视频及医疗设备影像同时传送至

分会场。同时，支持患者病历上传、调阅及会诊记

录书写。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远程医疗服务能力，

促进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提高优质儿科医疗资源可

及性和医疗服务整体效率［１２］。

４　应用效果

４１　就诊数据实时监测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４月，首儿所互联网医院
平台服务量持续攀升，年就诊量达 ２３２万人次，
月均就诊量为１９万人次，单日最高就诊量为１１４６
人次。通过数据智能展现系统实时监测就诊单元、

医生、号源、病种、费用、新增用户数量及线下转

化率等多维度指标，为动态规划医疗资源提供决策

依据。

４２　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从性别角度分析，男性占比 ５６％，女性占比
４４％。从年龄角度分析，３岁以下和３～１８岁患儿
占比基本相当，分别为４８７％和５１３％，３岁以下
患者群体对互联网医院服务的存量需求值得继续深

入挖掘。从地域和医保类型角度分析，外地患儿占

比高于本市患儿，这与自费患儿占比高于北京医保

患儿的统计结果相吻合，充分体现出外埠患儿获得

北京儿科均质化医疗服务工作中互联网医疗发挥的

重要作用，见表１。

表１　互联网医院就诊患儿人口学指标

项目 类别 就诊量 （人次） 占比 （％）

性别　　 男 １３００７７ ５６０

女 １０２０６１ ４４０

年龄　　 （０天，２８天］ １１４１ ０５

（２８天，６个月］ ２８５９４ １２３

（６个月，１岁］ ２７９７６ １２１

（１岁，３岁］ ５５２３１ ２３８

（３岁，１８岁］ １１９１９６ ５１３

地域　　 本市 １１４５８２ ４９４

外地 １１７５５６ ５０６

医保类型 北京医保 ９７７３０ ４２１

自费 １３４４０８ ５７９

４３　就诊时间分析

按医生出诊单元和线上患者就诊时段分别统计对

应的就诊人次，上午、下午出诊单元看诊量相近，占

比分别为４１％和４２％，夜班单元医生平均看诊量占
比为１７％。线上患者就诊时段第１个高峰期为上午
８—１０时，第２个高峰为１２—１６时，见图２。

图２　互联网医院各就诊时段诊疗量

４４　费用结构分析

根据儿科医院互联网诊疗特点，通过线上复诊

续方的患者费用占比为７２５％，且有１２７万人次
选择药品配送服务，可见互联网医院 “足不出户、

送药到家”的便民服务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常见病、

慢性病患儿日常用药需求，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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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互联网医院费用结构

费用结构分布 药品费用 医事服务费 检验检查费 材料及其他

占比 （％） ７２５ １９３ ８０ ０２

４５　热门专业及患者满意度分析

按照就诊量统计，排名前５位的科室和排名前
５位的诊断呈现一一对应、高度匹配的特点，且这

５个热门科室的患者满意度五星占比均在 ９５％以
上。充分证明互联网医疗服务已成为线下实体医院

服务的有益补充，大大提升患者就医体验，降低医

患矛盾，有效推进医患关系良性发展，见表３。

表３　互联网医院热门专业及患者满意度

排序 专业 疾病诊断 五星满意度（％）

１ 皮肤科门诊　 湿疹 ９６８

２ 呼吸内科门诊 呼吸道感染 ９６２

３ 保健科门诊　 营养元素缺乏 ９７８

４ 消化内科门诊 消化不良 ９５５

５ 神经内科门诊 抽动障碍 （抽动症） ９６３

５　展望

５１　延伸服务，“新基建”赋能儿童健康管理

以５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医疗健康

领域的应用为导向，从儿童多维度发育功能评估、

疾病预警和诊断、综合管理、全程化跟踪等多个层

面建立线上线下同步服务和智慧化儿童发育健康管

理的创新模式，将线上多学科会诊、远程指导、线

上随访、无线定位、可穿戴设备数据管理等多场景

高效协同，形成疾病诊断知识图谱和智能预警干预

网络，赋能儿童全生命周期、多维度管理。特别是

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肥胖干预、学生营养等

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开展儿童专题健康管理，借鉴

以线下门诊专业为管理单位的线上线下全流程互动

的慢病服务模式［１２］，使医生指导从医院延伸至患儿

家庭和学校，构建提升青少年体质的应用模式，惠

及广大家庭和儿童。

５２　基地引领，提升婴幼儿照护服务辐射广度和深度

针对儿童早期发育健康影响最广的营养饮食、

运动、睡眠３个要素，从婴幼儿家庭养育照护服务

中关键的健康营养饮食、运动体能、回应性照护、

亲子互动养育４个核心层面，通过构建家庭 －托幼

机构 －医疗卫生专业机构一体化的家庭养育照护模

块开展科学养育环境、家长养育能力和亲子互动等

线上测评和指导，充分发挥首儿所作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 “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基地”的权威

引领作用，实现线上线下结合，在优化服务、加强

管理、评估监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１３］。帮助儿童

丰富早期经历，促进早期发展水平，为儿童早期发

育健康共同保驾护航。

５３　以点带面，推动儿科医联体 “互联网＋”模
式示范应用

　　完善互联网医院医生站移动端应用，全面支撑

药品开具、检查检验申请单开立、各类合规性校验

及电子签章等功能。依托互联网医院在医联体中的

先天准入优势，方便医联体内医生通过互联网医疗

平台实现多点执业。通过互联网平台打破医联体内

各医院间预约挂号、双向转诊、线上会诊、检验检

查结果互认共享、药品流通、数据共享等领域存在

的信息壁垒［１４］，在患者知情授权的情况下，实现医

联体内信息互联互通、业务高效协同，改善区域儿

科医疗资源短缺和配置不均衡情况，提高区域内儿

科专科医疗水平及患者就医满意度。

６　结语

儿科专科互联网医院建设是对线下实体医院业

务的有益补充，针对儿童健康发育的普适性需求，

通过互联网技术、５Ｇ技术以及终端设备的高效使

用，推动医疗服务延伸到更多患儿和健康儿童家

庭。儿科互联网医疗平台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将为该

模式的复制推广奠定良好基础，对完善我国儿童常

见病及慢性病复诊、多维度发育健康促进和全面提

升儿童发育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创新与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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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最终快速且高效地建成长三角 （上海）智慧互

联网医院。

新一轮医改中，互联网医院与分级诊疗的结合成

为新的探索方向，互联网医院模式下的分级诊疗模式

落实国家分级诊疗相关制度政策要求，是目前区域医

疗中心和医联体建设方向［８］。在本文互联网医院建

设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研究并建立不同级别疾病分级诊

疗体系，稳步推进区域内分级诊疗模式沟通，有效提

升区域居民健康管理水平，加强疾病控制，减少疾病

恶化带来的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消耗，促进区域医疗稳

健发展，推动互联网医院全方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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